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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经济发展高端论坛

编者按 : 2008年 7月 2日 ,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重庆工商大学联合主

办的“重庆市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经济发展高端论坛 ”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。论坛深刻总结了我国特别是

重庆改革开放 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 ,进一步深化了对改革开放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

究 ,也为重庆市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、全面落实“314”总体部署提供了理论支撑。论坛上 ,重庆大学副校

长张宗益教授、西南大学戴思锐教授、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教授、重庆师范大学邓正琦教授、西南政法

大学王怀勇教授等知名专家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,现将其演讲的主要观点摘登如下 ,以飨读者。

戴思锐 :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与启示
DA I Si - rui: Revelation on rural China’s reform success

　　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 ,农村的改革

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 ,而正是由于这个

重大的制度变迁 ,解决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农产品紧

缺的问题 ,使我们的农村经济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

道路。对于这样一个制度变迁所取得的如此大的

绩效 ,如何去解释它 ,国内外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

究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林毅夫 ,他主要是

从制度的本身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去解释的。如果将

其与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起来思考 ,还可以

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解释 :

1. 中国的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

表 ,同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,例如乡镇企

业的发展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 2004年实施的取

消农业税、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等。而这些制度都

是首先由农民提出来的 ,而不是政府提出来的。有

一项是例外 ———取消农业税、对农民进行补贴 ,这

既不是农民搞的 ,也不是农民能搞的起来的。这个

政策虽然看起来是政府推行的一项强制性的制度

贡献 ,但是实际上仍然是农民的贡献。20世纪 80

年代中期以后 ,中国农产品的供给基本平衡 ,农产

品的价格趋于稳定 ,有些地方甚至下降 ;同时 ,由于

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,农业的收益越来越

少 ,以至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下降。

而国家对农民的税收较重 ,对于国家这种行为 ,农

民采取的反应是减少农产品生产 ,少缴税。这使得

我国粮食大量减产 ,粮食储备大量减少。正是因为

农民的这种行为带来了 2004年农业税的取消 ,甚至

对农业进行补贴。因此 ,这项制度变迁还是农民行

动的结果 ,而不是政府的功劳。所以 ,可以说农民

是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创新主体。而正是因为农

民是创新的主体 ,使得这些制度变迁有着深厚的社

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性 ,这就使其很容易扩散 ,很

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,进而很容易产生绩效。因此 ,

农村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制度变迁深深

植根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。

2. 虽然我国农民不懂制度经济学 ,但农村的制

度变迁既遵从了经济理性 ,又遵从了发展的历史逻

辑。农民对原有的农村制度的感受是最深的 ,他们

懂得应该从那些方面去改 ,应该怎样去改 ,因此他

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从了我们市场经济改革的

趋向。实际上这些改革制度的起源是与我国的历

史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。例如 :最先开始改革的三

个地方是安徽、河南和四川 (包括重庆 ) ,之所以是

这三个省 ,因为在 20世纪 60年代初四川、河南以及

安徽地区曾大范围搞“三自一包 ”;虽然“三自一包 ”
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打击 ,但是也保留

下了一些东西 (如自留地等 ) ,从这些保留下来的东

西中可以看到家庭经营的优势 ,所以这三个省最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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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再如乡镇企业的发

展 ,由于我们的农民历来就有进城务工经商的习

惯 ,所以早在发展集体经济的时期就搞起了社队企

业 ;改革开放后 ,借助当时的形势和有利条件 ,通过

改制、承包等发展更快 ,后来被称为乡镇企业。这

也是跟历史传统连在一起的 ,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地

方还是原来社队企业发展好的地方 ,这是一致的。

又如劳动力转移 ,劳动力转移最早的几个省就是搞

家庭承包制最早的几个省 ,即四川、河南、安徽 ;在

我国历朝历代 ,这三个省的人只要遇到饥荒、灾荒

就会到处去谋生 ,劳动力的转移与这三个省祖祖辈

辈逃荒谋生的传统是有关联的。

3. 农村改革以农民的创新为主 ,而农民创新的目

标和制度创新的目标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,所以能够得

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,并将农民的创新制度转化为公

共政策在全国推行。例如家庭承包制大大提高了各种

农产品的产量 ,而在当时全国粮食紧张的形势下和中

央大力推行改革的背景下 ,政府对于农民的这种创新

精神并没有制止 ,而是观察和审视 ,最后形成了公共政

策。劳动力转移是在农产品供给得到了基本的满足、

农村体制改革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走了出来、经济发

达的地区的三资企业和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

动力的背景之下产生的。开始 ,我们主张的是就地转

移 ,称之为“离土不离乡”,后来各地区逐渐形成了民工

潮 ,中央加以制止称之为“盲流”。但是由市场需求引

导的这种潮流挡不住 ,导致政府调整政策 ,最后逐渐取

消了限制。这说明了农民的这种自发的行为和政府发

展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 ,虽然有些目标在短期内不一

致 ,但长期来看 ,经过协调仍然是一致的。

4. 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实现了相关群体的利益

分享 ,所以它受到阻力很小。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

任制的实施使农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增长 ,使广大消

费者不仅能够享受充足的农产品而且价格便宜。

劳动力的转移 ,使缺少劳动力的地方劳动力的需求

得到了满足 ,也使劳动力剩余的地方劳动力就业得

到了满足 ,转入地和转出地都得到了好处。农村的

制度创新形成了农民和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分享

机制 ,无论这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,其结果是实

现了利益分享。因而 ,从农村制度改革的过程来

看 ,其他利益集团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,这就使得农

村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很小。

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:

1.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,文革之后政府工作中

心的转移为农村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,激

活了农民改革的热情 ;同时 ,农民想改变贫穷现状

的愿望使他们把这种热情变成了行动 ,使农村制度

变迁充满了活力和生气 ;因而 ,农村的制度创新表

现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创新。

2. 农民对于农村制度创新的贡献使其深深植根

于广大的农民群众 ,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;农民根

据长期的实践 ,在制度创新中坚持了市场改革的方

向 ,遵从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历史逻辑 ,所提出的

改革制度不仅能够反映农民的利益而且还有很强

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,所以它能产生巨大的绩效。

3. 农民推动的农村制度创新的目标是推动农业

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,而农业和农村的社会经济

发展会给全社会都带来很大的利益 ,也符合国家整

体发展目标 ,因此它得到了国家的认同 ,也得到了

社会广泛的支持 ,这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依据。

根据上面的三的结论 ,又可得到两个推论 :

1. 农民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主体 ,具有巨大的创

造能力。制度只要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 ,维护他们

的广大权益 ,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,并为他们提供

必要的条件和支持 ,就会激活他们和调动他们的积

极性 ,使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能形成一个创新的

长效机制。

2. 对我们国家来讲 ,任何一个有利于推动农业、

农村发展的制度变迁都会带来有利的连锁反应。

也就是说 ,它在为农民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整个社

会的福利得到了增加 ;在促进农业、农村经济发展

的同时 ,使工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有了广阔的空

间 ;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,还可以推动社会的发

展。因此 ,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中 ,通过

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

而艰巨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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